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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昨天下午，上海

植物园，细雨也阻挡不了市民“get新技能”的

热情。做一把漆扇、完成一张拓印、揉搓一枚

合香丸、绕一个盘扣、装配一个照相机模型……

“学生”跨越各个年龄，感叹却是相同的，“平时

很少有机会学这些，第一次接触！”

“这个凳子叫‘四脚八叉’凳，看到吗，因

为四个脚要斜着插入凳面，所以计算要非常

精确；这个叫杌（w?）凳，你可以用套装组装试

试！”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国家“指南针计

划”青少年基地的李老师展示着榫卯结构的

精妙。“扇子下水用不同的手势，纹路不一

样。”不少人在杨浦区少科站的漆扇体验区前

排起长队，他们发现看上去只是色彩混合，但

想制作出预想的效果，并不容易。

这是昨天2024年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体

验基地嘉年华的热闹场景。从即日起至11

月14日，在全市，共有像这样234个项目、超

过600场体验式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

形式等待市民参与。

本次嘉年华以“悦享体验 美好生活”为

主题。自2013年起，市教委整合社会优质公

共教育和文化资源，先后创建红色文化、科普

教育、文化艺术、海派文化、智慧生活、服饰文

化、陶艺创作、创意手工、乒乓文化、南湖革命

传统教育、巧克力文化和非遗传承等12个市

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和180余个站点，今年，

一批新的终身学习体验站点加入，同时，新一

批“体验官”为市民学习体验提供介绍、讲解、

教学、指引服务，让基地和站点的知晓度和影

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次嘉年华还同步推出线上专题页面。

通过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体验云、上海学习网、文化

上海云等平台的推广和预约服务，进一步扩大

活动影响力，提升体验的多元性和便利性。

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嘉年华开幕 逾600场活动等你参与

“菜单”品种丰富 乐享学习盛宴

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全市各级各

类文明单位深入开展“学思想 见行动”主题活

动，用党的创新理论为发展定向领航。部分单

位通过创新宣讲方式、打造特色窗口文化、弘

扬科学家精神等举措，推动文明创建工作扎

实开展，展现新时代上海文明单位的精神风貌。

实践“四共”理念
以新思想培根铸魂

张江集团（全国文明单位）持续深化“张

江科创青年新思想宣讲团”品牌建设，围绕张

江科学城的发展战略，以“科创策源”为核心，

通过“共学、共商、共建、共享”的“四共”理念，

实现了宣讲与党建、文明创建及业务工作的

深度融合。宣讲团全面系统解读党的创新理

论，结合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为青年

人才和科技创新注入新动能。集团通过“X

专场”宣讲和“全方位浸润”，成功将理论宣讲

覆盖至下属多个特色产业园区，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同时，依托“张江创新讲坛”等品牌

活动，宣讲内容兼具温度与深度，引发科创青

年的思想共鸣，扩大了宣讲的影响力。

新虹街道办事处（全国文明单位）积极探

索创新宣讲方式，利用航华公园的开放式空

间，将党的理论宣讲融入群众游园过程，营造

出“游览中学习，互动中感悟”的沉浸式宣讲氛

围。通过设置主题装置和“文明微枢纽”列车，

将理论学习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使理论

宣讲更生动有趣。如今，航华公园已被评为上

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公园。

弘扬科学家精神
以精神文明助推单位发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全国文明单

位）创新开展“传承老科学家精神，弘扬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专项行动。通过征集科学家事迹

和挖掘先进资料，建立教育基地和网上展馆，

并组建老中青宣讲团传播科学家精神。同时，

推出宣传月活动、学习研讨，制定支持青年科技

人才政策和创新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这些行

动弘扬了科学家精神，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思

想认识，促进了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加

快了一流无机非金属材料人才的培养，推动

了单位高质量发展。老科学家严东生的事

迹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受关注。此

外，硅酸盐所还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等活

动，现场参观人数超2万，线上观众30万。

打造特色窗口
以文化内涵提升服务水平
“您是留学还是移民？留学的请往里走，

移民的请上二楼！”走进上海国际旅行卫生

保健中心（上海市文明单位），工作人员贴心

的指引让人感到温馨。近年来，保健中心依

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优势，追

寻红色足迹以加强党性教育，激发担当精神，

同时融合海派文化，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服

务国际化水平。其江南园林式建筑与传统

文化相结合，成功打造了“环境优美、工作高

效、服务周到”的特色窗口，赢得广泛好评。

保健中心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周边社区

共建文明实践平台，开展学雷锋、敬老助学等

活动，为居民提供健康关爱，服务民生与社会

发展。 本报记者 赵菊玲

熊狗，不是说有这样一种新

的动物，而是比照“熊孩子”的说

法。我所居住的楼里就有这样

一条狗，前几天还闹到报警。

不可否认，肯定有好脾气、

好表现、童叟不欺的好狗，所以，

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的狗，但我

楼里这条，绝对不是这样的。它最

大的特点是爱叫，尤其看到邻居时

特别爱叫，不管是在等电梯的时候，

还是在电梯里的时候。尽管俗谚

云：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

——但邻居们，尤其是妇孺之

辈，还是害怕，万一俗谚失灵，被

咬的可真真实实是自己。很可能，不光妇孺，

男子汉们也害怕，因为那狗叫得真是够响，只

是男子汉可能羞于表现出来。

每次，狗主人都强调：我们的狗很乖，绝

对不会咬人。可邻居们总被狗的狂吠吓一大

跳；甚至，有邻居说要被狗吓出问题来了，有抓

药单为证。狗主人也尽量试图避开人流高峰

时乘坐电梯，但难免总还会跟邻居梯里梯外、

楼里楼外邂逅。试想，非高峰的时候，往往也

是怕狗人落单的时候，碰到狗，岂不是更害怕？

前几天，狗主人牵着狗要进电梯，因为电

梯里已经有人，有邻居提醒狗主人，不要进电

梯，可能手拉了一下，结果就引发了误会。狗

主人的家人甚至以为牵狗的老人被推倒了，

怒不可遏，于是，闹到报警、调看录像才搞清

楚：并没有人被推倒这回事。

或许，对狗主人来说，自己的狗如同家人

一般，而且也确实没有肇事，邻居们为何不能宽

容一些？而且，狗毕竟是狗，不懂事，不能指望

像人一样忍得住沉默、听得懂管教、守得住规

矩。可是，对怕狗的邻居们来说，狗终究是狗，

害怕也终究要害怕，又有什么道理，在自己家门

口、在自己楼道里，总是遭到这样的惊吓呢？

养狗的人越来越多，我楼里的“熊狗”肯定

只是一种状况。在维护养狗爱狗人士的权利

时，怎样保障怕狗或者不爱狗的人士的权利，让

双方尽量和谐相处，或许是很值得思量的。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延安中学 作家毛尖传授高中生写作心得

要看见“碎玻璃上闪烁的光”

突出理论学习 创新宣讲方式
上海文明单位展现新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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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着急去看网络文学，在你们精力

最充沛的年纪去阅读经典，去体验过程。”前

天下午，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

委指导，新民晚报主办的“夜光杯”校园行活

动走进上海市延安中学，邀请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作家毛尖为高中生开讲。向来以文风

幽默著称的她对学生们说，要“谈写作”，就

别光写“月光很明亮”，要多读一些经典文

学，写作时少用省略号、形容词。

多读 不能忽视经典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同学们对经典

文学产生兴趣，从而对写作产生兴趣。”面对

高中生，毛尖时而妙语连珠，时而用说唱的

方式读文学段落，逗得孩子们哄堂大笑。她

和孩子们聊写作中的“长短虚实”“陌生化”，

聊电影中的长镜头、空镜头，也会“吐槽”当

下中国电影中的弊病，唯独没有教如何“提

高写作分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华东师大教授

的毛尖都为大一新生教授当代文学课。通

过调研，她发现经典文学在学生阅读中占比

不高，学生们因为学业劳累，更多选择看综

艺、网文来放松。“我自己也会通过看‘烂片’

来缓解劳累，而且，通俗文学里确实也有值

得一读的作品，比如，金庸就是将经典和通

俗结合较好的作家。”但毛尖仍然强烈建议，

中学生的阅读不能局限于此，应多涉猎经典

文学作品。以《红楼梦》为例，毛尖坦言20岁

时和40岁时阅读，带来的体验完全不同。“20

岁时读《红楼梦》，书中情感和经历会更深刻

地留在记忆中，会让你对情感有更真切的理

解，这种记忆会伴随你的一生。”在她看来，经

典文学作品会在情感上留下长久的印记，有

助于提高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而且通过阅

读经典，可以更好理解写作中的各种技巧和

理念，为写作提供更多的素材和灵感。

多写 写作是手艺活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置上的

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这是世界短篇小说

大师巴别尔的名言。讲座之初，她谈起写作

态度、方式及技巧时提到：写作过程中，句号

的准确使用很重要。

时常要担任作文大赛评委的毛尖发现，

很多学生在写作中爱用省略号、形容词。“过

度使用省略号会造成表达模糊。正如巴别

尔所言，重视句号的准确使用，能使语句更

加完整和清晰，也能增强表达的准确性。”毛

尖建议，高级写作者应更注重实质内容和精

准表达，当写出来的句子、文章多以名词、动

词、句号构成时，意味着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

阶段。同时毛尖也建议，写作时尽量减少形

容词的堆砌，如果遇到“词穷”不妨采用陌生

化手法。“这是一种在写作中避免直接描述的

常见表达方式，通过从侧面描写事物来达到

独特效果的写作技巧，能让写作更有感染

力。不用直白地告诉我‘月光很明亮’，而是

‘让我看到那碎玻璃上闪烁的光’。”

讲座前,毛尖曾忐忑“没什么中学讲座

经验”，未承想，一场讲座下来她“圈粉”不

少。高一学生王岚琪说：“毛老师博览群书，

对一切事物都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并谈

到了几种写作的方法。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她提到语言要有爆破的力量。”对谈环节里，

学生们抛出了一个个关于阅读的思考。讲

座结束后，她更是被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

“写作是手艺活，只有先成为一名手艺

人，才能当一名作家。”毛尖说，就像“1万个

小时理论”一样，提升写作能力同样没有捷

径可走，她在华东师大教授创意写作课时也

经常对同学们强调“必须多写”。

本报记者 马丹


